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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土著美术的当代创新
令 张学忠

摘要 ： 继承与发展传统艺术并使其在当代艺术中发挥影响力 ， 是全世界拥有古老艺术传统的 民族 、 国家都

面临的共同问题。 澳大利亚历史悠久的土著美术在西方美术创作媒材和美术评论的影响下 ，
经过土著艺术家的探

索创新 ， 以及商业市场的推动 ，

逐渐实现古老土著美术的当代化创新 ， 并成为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当代美术生态

的
一个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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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继承与发展传统艺术并在当代世界艺术中发挥二 、 当代化创新

影响力 ， 是全世界拥有古老艺术传统的民族 、 国家都面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

澳大利亚土著美术开始逐步在西

临的共同问题。 在澳大利亚当代美术生态系统中 ， 古老方得到认可 ， 其中主要的推动者是西部沙漠地区原住民

的土著艺术及其 当代化发展 ， 是澳大利亚美术中最光彩艺术家和托雷斯海峡岛的艺术家 。 尤其是西部沙漠地区

夺 目 的内容 ， 在国际艺术界也常常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画家 ， 他们在原有的树皮 、 木板和 自然色料的基础上 ，

的象征 。吸收西方绘画中的纸张 、 画布 、 油彩等新媒介 、 材料并

―

、 澳大利亚土著美术把它们使用在 自 己的美术创作中 ，
其结果是

一

场美术革

在澳洲有两个主要 的传统美术体系 ，

一

个是欧洲 白新运动在西部沙漠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 新的媒介和材料

人 自殖民澳洲 （ １ ８ 世纪末期 ）
以来形成的美术传统

，
另改变了土著美术的表现力 、 方法和观念 ，

提供了更为广

一

个是澳洲土著人登陆澳洲 （ ５ 力至 ６ 力年前 ） 以来形阔的创新空间 。

成的美术传统 。 其中后者被认力是至今发现的世界上历从媒材、 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说
，
版画和各种纤维编

史最悠久的艺术传统之
一

》织、 印染作品 、 玻璃作品 、 多媒体 、 综合材料等媒介材

在土著人生活中 ，
美术一直是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料的不断拓展 ，
补充和丰富了原有的 自然媒材 、 传统手

分 ， 它连接起过去和现在 ，
人与土地 ，

超 自然的世界工艺领域 ，
实现了从题材内容到媒材形式全新的视觉呈

和现 实的世界 ， 其形式包括石刻 、 雕塑 、 人体彩绘 、现。 更为重要的是土著美术家观念和角 色的变化
，

土著

地面画 、 树皮画等等 ，
延续至今有超过 ３０

，０ ００ 多年美术家对民族风格特色的 自觉和美术家职业化 、 美术创

的历史 。 澳洲土著在欧洲 白 人占领澳大利亚之前 ，
共作产业化的发展

，
改变了土著美术原有的生态模式 。 正

有 ５０ ０ 多个部落
，

人数达 ７５ 万之多
，
其美术主题和风因为如此

，
西部沙漠美术革新运动不仅对澳洲土著艺术

格的多样性反映 了不 同土著部落不 同文化 、 地域生活的发展影响深远 ，
也被视为是 ２０ 世纪最重要的艺术运

方式的差异。 这些生 活在土著部落的美术家们使用 有动之
一

。

限的 自然材料
，
通过复杂的绘画和雕刻实现 了某种象当然

，
土著美术的当代化创新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

，

征主义式的表达
，
而 Ｓ 这些美术作 品的表现形式 与他更多地表现在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美术界对土著美术态

们 曰 常的其他活动 比如舞蹈 、 咅乐 、 讲故事等等密切度和观念的变化上 ９

相关 。
澳洲土著美术家们相信他们创造的绘画形象可２ 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 西方现代艺术逐渐走向没落

，

以通过歌唱 、 舞蹈 的形式将神圣的意涵注入形象 ，
使西方美术世界许多美术家 、 艺术评论家处于迷失和不安

这些形象具有精神的能量 。的状态 ，
土著美术的发现无疑给西方美术界

一

个新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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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Ｉ

觉刺激 ， 对异域文化的新鲜和好奇 ， 以及原始主义艺术家慷慨的称赞 ，
不仅认为

“

可能是现代主义艺术历史中１
思想的流布

， 使得土著美术为西方艺术的创新
——尤其最杰出的作品

”

，

（ ２
）

甚至称其艺术造诣的成熟程度和艺

是抽象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术表现的感染力
“

完全符合西方当代艺术的标准
”

。

（３
）

另外
，
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改造和社会实践也出现土著美术受到西方艺术世界的追捧

，
众多艺术评论

了新的危机 ， 即身份和个性 的危机。 除了世界范围 内 民家被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介入当代艺术可能给世界艺术

族独立运动之外 ， 人们也普遍发现个体成为标准化 、 时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兴奋不Ｂ 。

尚化 、 现代化的奴隶 ， 成为科学技术主导下社会运行机三 、 当代化之路

器中的
一

个工具 ，
这时他们发现了澳洲土著艺术 ， 并被自 西部沙漠地区美术革新运动之后 ， 随着澳大利

解释为一种关乎诸如土地权 、 身份 、 民族 自决与和解等亚土著美术家 由 于 自主意识和对 自 己民族文化艺术价

等政治问题的艺术表达 ，
使得土著艺术在西方艺术背景值的觉醒

，
艺术创作的 内容 不断丰富 ， 艺术的价值和

下赋予更多内涵 。话语权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 也就是说
，

土著艺术创

从另
一

方面来看 ，
２０ 世纪整个国际的艺术世界是欧作不仅仅是作为沟通神灵的媒介 ，

也可 以成为改造现

洲中心主义的艺术世界
，
所有欧洲之外的艺术面对这个实世界的有效工具和途径 ，

包括经济地位的改变 。 其

艺术世界的时候都是某种土著艺术。 这里的土著二字明价值不仅仅在于对神灵和古老文化的传承 ， 对市场价

显带有原始 、 落后的意味在里头 ， 欧洲的现代化构筑了值的追求 ， 对
“

被偷走的
一

代
” （

４
＞

、 种族歧视等社会 问

其文明进步的合法性 ，
而土著的世界是

一个被时代抛弃题的思考
，
对 民主平等政治诉求 的个人表达 ， 都成为

了的世界 。土著艺术创作的对象 。

在这种语境下 ，
哪怕是高调称赞土著艺术 ，

那也是２０ ０３ 年第 ２０ 届
“

全国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艺

在 自我优越感之外多增了谦虚 、 大度的绅士气度 ， 者术奖
”

的获奖者
，
土著艺术家理查德 ？ 贝尔 （

Ｒ ｉｃ ｈａ ｒｄ

并不具有平等地位 。

一

个
一

度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原始 、Ｂ ｅ
ｌ ｌ ） 曾在 ２００ ２年 １ １ 月 发表的文章 《土著艺术——那

粗陋的艺术 ， 如何突然又被接受成为当代艺术的
一

个美是白人的事情
！ 》 ， 引起澳大利亚艺术界激烈的争论。

学话题
，

这让许多人都没有料想到 。笔者认为 ：

“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
西方艺

古老的土著艺术之所以能在 当代艺术中掀起轩然大术已经演变成
一

个复杂的系统 ， 该系统提供场地 （ 博物馆 ，

波 ， 究其原因 ，
是西方现代艺术一开始就是与现代社会美术馆等 ） 、 教学设施 （ 美术教育机构

，
绘画培训班等 ）

对立与错位的 ， 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包括知识的现代性和裁判员 （ 艺术批评家 ）
，
并提供丰厚的奖金奖励那些

与艺术 的现代性是背道而驰的 ， 而对西方现代艺术卓有被选中的——在这个游戏中的少数精英玩家 （
包括艺术

启发贡献的艺术形式就包括原始主义艺术 ，
或尚古主义家 ，

策展人
，
艺术批评家

，
艺术经销商甚至观众 ） 。 这

艺术
，
与土著美术血脉相通 。样的安排 ， 与现代观赏性的体育运动没有什么不同 。 西

然而这只是一种解释 ，
它尚不能完全解释土著美术方艺术吞噬了所有艺术创造的本意

，
它规定并助长了西

在当代世界范围获得的盛誉和成功 。方在艺术生产方面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的优越感 ，
就像

另
一

种 解 释是 尼 古拉 斯 ？ 托 马 斯 （ Ｎ ｉ ｃ ｈｏ ｌａ ｓ复制非洲面具的毕加索 ， 其独创性 （ 复制 ） 得到西方人

Ｔ ｈｏｍ ａｓ
） 的殖民地文化理论 ，

认为殖民者为了 自 己的的赞赏
， 却忽略了天才的非洲人…

…
”“

用西方现代的

利益 ，
不管是如何不公平

，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共同创造游戏规则规定土著艺术的创造性 ， 用西方艺术的话语权

了
一种杂交的领地

， 即
一种特殊的殖民地文化 。定义土著艺术的价值 ，

用西方的 商业营销策略算计土著

这种特殊的殖民地文化在民族独立运动 、 后现代主艺术家的生存空间… …
”

。 最后
，
理查德 ？ 贝尔无比沉

义 曰益兴盛的后殖民时代 自然拥有大批的拥趸 ，
以至于痛地说道 ：

“

在这样的环境中 ，
土著人所希望得到的人

到了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澳大利亚土著美术已被广泛接受
，

性化待遇和公正
，
是没有希望的

” （

＇

而且被理解为与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截然不同的 ，

“

具这种忧虑和抗争也反映在美术作品创作中 。 例如

有当下性和意识形态的 、 救赎意味的当代艺术
”

， 或者理查德 ？ 贝尔的 《支付租金 》 （
ＰａｙＴｈｅＲｅｎｔ

）
（ 图 １

）
，

说是
一

种
“

杂交的 、 后历史主义逻辑
”

的当代艺术形式 。 堪培拉国家博物馆里戈登 ？ 塞 隆 （ Ｇ ｏ ｒｄ ｏｎＳ ｙ ｒｏｎ ）

土著美术形式的丰富性 、 艺术语言的抽象性、 艺术表现的作品 《 黑色的坏蛋来 了 》 （ ＴｈｅＢ ｌａｃ ｋＢａ ｓ ｔａ ｒｄｓＡ ｒｅ

的 自 由抒情特征 ， 以及精神性价值 ， 得到西方艺术评论Ｃｏｍ ｉｎｇ ） （ 图 ２
） ， 等等 。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Ｆ

ＩＮ ＥＡＲＴＳ？ ００５



作品 《 黑色的坏蛋来了 》 站在土著人立场上 ， 把 １ ８Ｔａｎａｍ ｉＤ ｅｓｅ ｒ ｔ 、 Ｔ ｉｗ ｉＩｓ ｌ ａｎｄｓ
、 ＴｏｐＥｎｄ 、 Ｔｏｒ ｒｅ ｓ

世纪英国殖民者登陆澳洲的画面中的白人全换成土著人 ，
Ｓ ｔ ｒａ ｉ ｔ

、
Ｕ ｒｂａｎ 、 Ｕｔ ｏｐ ｉ ａ 、 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Ｄ ｅ ｓｅ ｒｔ

， 并 由

画中浓烈的色彩和激昂的笔触 ，给观者强烈的视觉震撼 ，此成立 了１ ０７ 个社 区土著艺术中 心 和 ７ 个土著艺术

而其对入侵者的角色置换 ， 也给观者反思历史 、 遐想身家联盟或协会。 他们是 Ｄ ｅ ｓａ ｒｔＭ ｅｍｂｅ ｒ ｓ 、 ＡＮＫＡＡ

份变换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Ｍ ｅｍｂ ｅｒ ｓ 、 Ｗ ｅ ｓ ｔ ｅ ｒｎＤｅ ｓｅ ｒ ｔＭ ｏｂＭ ｅｍｂ ｅ ｒｓ 、 Ｋ ｕ

此外 ， 产业化 、 商业化 ，
以及政府的扶持在土著美Ａ ｒ ｔｓＭ ｅｍｂｅｒｓ 、 ＵｎｉＡ ｒｔｓ 、 ＡＣＧＡ 、 Ａｒ ｔＴ ｒａｄｅ 。

术的当代化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 土著美术第一个社区艺术中心 Ｅｒｎａｂｅ ｌ ｌａＡ ｒｔ ｓ Ｉｎｃ 于 １ ９４９

基于不同部落 、 不同地域 、 不同生活方式和神灵信仰等年成立于澳大利亚中部的 Ｅ ｒｎａ ｂ ｅｌ ｌ ａ
，
其作用在于鼓励

自然形成的不同风格 ，
包括以点绘而拥有鲜明特征的西当地人们使用在社区学校的培训资源

，
设计生产羊毛地

部沙漠艺术风格 ，
以雕塑 、 头饰和仪式艺术而著称的托毯和贺卡 。

雷斯海峡岛美术风格 ，
还有以纺织品而闻名的乌托邦艺从 １ ９７ １ 年开始 ，

Ｅｒｎａｂｅ ｌ ｌａ 发展成为了澳洲蜡染布

术 ， 塔斯马尼亚岛精细美观的贝壳项链等首饰工艺和依艺术的中心 。 像 Ｅ ｒｎａｂ ｅ ｌ ｌ ａ
—

样 ， 乌托邦艺术 （
Ｕ ｔｏｐ ｉ ａ

循传统风格的草编工艺等等。 在当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土ａｒｔ
） 和柯林科艺术 （ Ｋｅ ｒｉ ｎｇ ｋｅａｒ ｔ

） 作为当代土著纺织品

著艺术被强化 、 放大 ， 并纳入国家职业化 、 产业化 、 商生产中心 ， 使土著时尚纺织品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

业化的当代美术发展规划中。土著艺术成为
一

种价值不断增长的艺术形式 ， 仅 ２００８

如今 ， 澳大利亚土著美术依据不同风格特征和所年总拍卖价值就超过 １ ． １ ４６ 亿澳元
，
占澳大利亚艺术市

处区域被划分成 １ ７个主要的土著艺术区 ， 包括 Ａ ｌ ｉｃ ｅ场的 ２０％ 到 ３０％ 。
（ 图 ３ ）

Ｓ ｐ ｒ ｉｎ ｇ ｓ 、 Ａ ｒ ｎｈｅｍＬ ａｎｄ 、 Ｂ ａ ｌ ｇ ｏ 、 Ｃａｐ ｅＹ ｏ ｒ ｋ 、四 、 没有终点的梦之旅

Ｃｅｎ ｔｒ ａ ｌＤ ｅ ｓ ｅ ｒ ｔ 、 Ｅ ａ ｓ ｔｅ ｒｎＤｅ ｓｅ ｒ ｔ 、 Ｋ ｉｍｂ ｅｒ ｌｅ ｙ 、
“

梦
”

是澳大利亚土著艺术中
一

个永恒主题 ，
也是

Ｍ ｏｒｎ ｉｎｇｔｏｎＩ ｓ ｌａｎｄ 、
Ｐ

ｉ ｌｂａ ｒａ
、
Ｐ ｉｔ

ｊ

ａｎｔ
ｊ
ａｔ

ｊ
ａ ｒａＬａｎｄｓ

、土著艺术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特征
，

它不仅代表了澳大

ｉｉｉ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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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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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土著艺术的魅力所在 ，
也是澳大利亚当代美术生态教信仰 、 质料和文化符号相融合的愿景 。

２０ １２ 年 ９ 月在

中
一

个不断延伸拓展的主题。悉尼科技大学 （
ＵＴ Ｓ） 画廊里举办的 白人艺术家和土著

澳大利亚土著美术的创造力源于所有土著人对
“

梦艺术家相互交流合作名为
“

足迹
”

（
Ｄ

ｊ

ａｌｋ ｉｒ ｉ
－Ｗｅａｒｅ

幻时代
”

的信仰 。 所谓
“

梦幻时代
”

是指土著文化中的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ｉｒｎａｍｅｓ－Ｂ ｌｕｅＭｕｄＢａｙ） 的艺术仓 Ｉ

Ｊ

避

一

个伟大的创造时期 ， 在那个时期 ，
经由神灵的创造才 作活动及展览 ， 或许不能代表所有澳大利亚人对未来的

使得这个
一

无所有的陆地幻化出了山川河流、 植物和动
“闻？灿 ， 卄 ，人 卞＊士从＝■ 图 １

《支付租金 》 理查德 ？ 贝尔 布面油画 ２４０ 厘米 Ｘ ３６ ０厘米 ２ ００９ 年

物 ， 还有最初的土者人 。 今天 ， 梦幻时代的记忆和神灵

符号及其信仰只有少数土著人掌握 ，
而面对澳大利朗

■ 图 ２ 《趣職了 》 没＿ 布砸 ７娜

家博

代美术生态中的民族矛盾与冲突
，
或许最需要的正是一■ 图 ３ 悉尼 （

左
） 黄金海岸 （ ＊ ） 和墨 尔本 （ 右 ） 的土著艺术画廊

孙古进姿 亡月的林相
■ 图 ４ 《卓玛》 蒂姆 ？ 约翰逊 （ Ｔｉｍ Ｊｏ ｈｎｓｏ ｎ ）

柙元满希邊的梦想。布上合成聚合物顯 １ ８３ 厘米 ｘ ３ Ｇ７ 厘米 ２ ０１ ２ 年

在 ２〇 １２ 年第 １ ８ 届悉尼双年展览中
，
白人画家把东■ 图 ５ 《綱 马凯蒂

．

潘娜卡 （伽：ｓｃｒｒｓｓ
方佛教艺术与澳洲沙漠点绘风格相结合的融合 、 创新作５ ０ 厘米 ｘ ５０ 厘米 ２０ ０８ 年 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 美术馆藏

ｎ 〃Ａ ｒ ｒｒ 、 、 ／＾ ｍ 【 —杜上—从■ 图 ６ 《 你还记得吗？ 》 普斯特考摩迪 ｛土著 Ｐｏ ｓｔｃ ｏｍｍｏｄ ｉ

ｔ

ｙ
） 装置 ２ ００９ 年

口口 《 卓玛 》 （ Ｄ ｏ ｌｍａ
，２０ １ ２）

（ 阁 ４ ）

，
和土者美术豕的澳 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立 美术馆

绘画 、 装置和新媒体艺术创作 （ 图 ５ 、 图 ６ 、 图 ７
）

， 以及不同
■ 图 ７ 《光的绘画 》 那番亚帕

． 纳平谷 （ 土著＿ ｐ零ｐａ Ｙ ｕｎ ｕｐ ｉｎｇ ｕ ）

８０ 厘米 ｘ
 １ ３０ 厘米 ２ ０１ １ 年

艺术家通过不同的艺术创作的方式
，
共同表达出不同宗獻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立美术馆

Ｓ

ｌｆＰｉｆ屬

羅＿ ：
｜

： 綱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Ｆ ＩＮ ＥＡＲＴＳ？〇０７



梦想与追求 但 自己还是被深深吸引 ，
并对这种追逐梦

■ 图 ８ 《 红树＿笔记 》 约尔格
？

施麦瑟 ｎｏＷＣｈｍｅ ｉｓ ｓｅｒ ＨＭａ ｎｇ ｒｏ ｖｅ ａ ｎｄ Ｎｋ＾ ，

’一

蚀刻版 画 ３０ 厘米 ｘ
５０ 厘米 ２０ １ ０年

想的艺术精神
，
对这种以文化交流 、 融合为主题的追梦悉尼科技＊学 画廊

＿

＿ ■ 图 ９ 《巴乌 》 马乌拉 ？ 玛嫌格 （ 土著 Ｍａ ｒ ｒｎｙｕ ｌ ａＭｕｎ ｕｎｇｇ ｕｒｒ ＞

之旅而感动 。蚀刻和 丝网印 ３ ０ 厘米 Ｘ ５０ 厘米 ２０ １０ 年

“

足迹
”

创作活动讲述了３ 年前 由北领地负责视觉

艺术和表演艺术的旅游机构 （
Ａ ｒ ｔＢ ａｃ ｋＮＴ

）
和位于达尔苦用心和期待 。 本次活动被认为是

“

在相互充分理解

文的一家土著艺术画廊 （
ＮｏｍａｄＡ ｒ ｔ

）
及北领地政府 、和尊重基础上的文化传承行为

”

， 并明确他们的行为

澳洲政府及其艺委会等机构和组织共同合作举办的促进是
“

和祖先们的脚步走在了
一

起
”

，
而展览活动也被

白人美术家和土著美术家相互交流的
一项创作活动 。称为是体现

“

两种文化
，

一

种对于
‘

世界的精神基础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０ 月 ，
由 来 自 全 澳 洲 各 地 的 ４ 名 知的观点

”

（
Ｔｗｏｃ ｕ ｌｔ ｕ ｒｅ ｓ

，

ｏｎ ｅｖ ｉ ｅｗＤ
ｊ
ａ

ｌ
ｋ ｉ ｒ ｉ ） 的

名 白 人 艺 术 家 （
Ｆ ｉ ｏｎａＨ ａ ｌ ｌ 、 Ｊ ｏｈｎＷｏ ｌｓ ｅ ｌ ｅｙ 、重要展览 。 （ 图 ８

、 图 ９
、 图 １０

）

Ｊｏ ｒｇＳ ｃｈｍ ｅ ｉｓ ｓｅ ｒ 、 Ｊ ｕ ｄｙＷａ ｔ ｓｏ ｎ
） 与 ５ 位 备 受 推此外 ， 为进

一

步发展土著美术家的专业技能和艺

崇 的 Ｙ ｉ ｔｈ ｕ ｗ ａＭａｄａ ｒ ｒｐ ａ土著 美 术家 （Ｄ
ｊ
ａｍｂａｗ ａ术产业网络 ， 拓展土著美术家的艺术创作事业 ，

保持

Ｍ ａ ｒ ａｗ ｉ ｌ ｉ 、 Ｍ ａ ｒ ｒ ｉ ｒ ｒ ａＭ ａ ｒ ａｗ ｉ ｌ ｉ 、 Ｌ ｉ ｙ ａｗ ａ ｄａ ｙ土著社区文化艺术的繁荣 ， 由澳大利亚政府主办的澳

Ｗ ｉ ｒ ｒｐ ａｎｄａ 、 Ｍ ａ ｒ ｒｎｙｕ ｌａＭ ｕｎｕ ｎｇ ｇ ｕ ｒｒ
、 Ｍ ｕ ｌ ｋｕｎ大利亚北部土著艺术家联盟 Ａ ＮＫ ＡＡ 成立 ２ ５ 周年的

Ｗ ｉｒ ｒｐａｎｄａ ） ，
共同交流并创作

一系列作品成果
，
以巡回２０ １ ２ 年庆祝活动中 ， 开展 了土著美术家拓展计划的示

展的方式向全国展示。 主办方希望这项活动能够成为澳范工程项 目 。

大利 亚当代美术中意义深远的一项充满活力的 、 密切的期间
， 通过参观博物馆 、 美术馆 、 图书馆 、 画廊 、

跨文化交流活动 。旅游纪念品商店及开展现代媒体技术 、
商业营销等的技

活动期 间
，
５ 位土著美术家和版画制作 师 Ｂ ａ ｓ ｉ ｌ能培训 、 研究生课程的学历教育

，
土著艺术展示 、 表演

Ｈ ａ ｌ ｌ

—起在 Ｙ ｉｌ ｐａ ｒａ 的一个社 区版画工作室与来访的 ４和媒体采访 、 出版等
，
提升了艺术家们在各 自社区艺术

位白人美术家互相交流切磋 ， 他们在被公认为全澳洲最中心美术创作事业的发展潜力 。 在此项 目 中 ，
土著美术

原始和最具文化意义的地方之


阿纳姆地区东部蓝家与非土著美术家和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协作交流 。

泥湾 （
Ｂ ｌ ｕｅＭｕ ｄＢ ａｙ ） 的

一个村庄进行参观交流 ， 并在 ２０１ ２ 年 ２ 月的活动声明中强调 ： 土著与非土著

以从中捕捉到的视觉信息元素进行创作 。 活动结束时 ，肩并肩共同合作 、 进步
，

无先进与落后之分 。 相互尊重 ，

从所有创作的作品中选出 ２３ 幅 ，
幵始全国巡展 。 展览相互学习是 ＡＮＫＡＡ 所珍视的宗 旨 。

的标题
“

Ｄ
ｊ

ａ ｌｋｉｒ ｉ

”

是从 Ｄ
］
ａｍｂａｗａＭ ａｒａｗ ｉ ｌ ｉ 文字中抽ＡＮＫＡＡ 是

一个共同协作 、 信息共享的平台 ，
是沟

取出来部分字母重新组合而成的一个单词 ，
意思是

“

足通政府 、
土著艺术家与产业间的桥梁

，
平衡文化与商业利

迹
”

，
在雍古族 （

Ｙｏ ｌｎｇ ｕ ） 法律中则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 益的中介
（
６

）

， 而 ２０ １ ２年 ＡＮＫＡＡ 的 ２５ 周年庆祝活动的

意指
“

世界的精神基础
”

， 体现出活动策划组织者的 良主题即是
“

共同协作
”

（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Ｔｏｇ
ｅ ｔｈｅｒ） 。

（ 图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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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

＾Ｅ

保育所等处接 受 白人文化教育 。 从圓 到 丨

９７〇 年 ， 全澳 大

利亚有近 １ ０万名 土著儿童被政府从 家人身边强行带走 ， 这ｉ
些儿童成年之后的生活始终伴随着 悲惨 的 阴影 ， 很多人不知Ｊｋ^ ．

蠱幽ｌｉ^
，ｆｉｌ

＾ｖＣ３ＩＳ
■ 離

■ 图 ｉ ｏ 澳洲艺术家们在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的阿纳姆地区东部蓝泥湾Ｍｊ
－

个村庄进行参观考察４ Ｉ

■ 图 １
１ＡＮ ＫＭ 土著艺术家拓展计划示范工程项 目活动记录 ： 《ＡＮ ＫＭ

Ａ ｒ
ｔｓ Ｂａｃｋｂ ｏｎ ｅ ）

．

Ｖｏ ｌｕｍｅ１ ２ ｌｓｓｕ ｅ１
，

Ａｕｇ ｕｓ ｔ：

． 」

基金项 目 ： 本文为甘肃省教育科学十
一

五规划课题 《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模式和院校特色研究一一以甘肃省艺术院校设计教育为例 》系列成果之
一

（ 项目编号 ： ＧＳＢＧ ［ ２００９ ］ＧＸＧ０２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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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 硕士研究生导师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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